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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周末》特别评论，将与华声在线知名栏目华声
评论、辣眼时评一起，以“求异、逆向、建设性”为宗旨， 共
同打造言论产品。投稿邮箱：huashengpl@vo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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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遣与消费莫言正成为一种“自觉”

国人习惯了对一个取得某种巨大成就
的人致以集体礼赞，比如高考状元，再比如
奥运冠军。从奥运载誉归来的冠军们收获层
层加码的各种精神和物质奖励，多到令公众
反感，原因就在于过度消费损耗了他们的声
誉和价值。莫言的经历则再次证明，在文学
领域，这一思维与行为方式仍然通行。一些
人以令主角和观众都感到别扭的方式，包
装、加工、贩卖，乐此不疲。而这样的方式，与
文学关系不大，根本目的在于谋利。

有评论说得好，经诺贝尔奖包装过的莫
言，是被强行拉进偶像的流水线，被加工，被
装扮，被想入非非。事实上，消遣与消费莫言
正成为一种“自觉”。媒体除了反复追问莫言
“你幸福吗”之外，大众压根不关心莫言为什
么不幸福，至多反问你都得诺奖了还有什么
可不幸福的，然后自忖即使你不幸福又关我
什么事。

莫言笔下的魔幻现实主义包含着令人惊
叹的狂乱与荒诞， 但看来现实中的光怪陆离
似乎也不亚于他的作品。 至于自己也成了众
人消费的对象，怕是已超越了作家的想象。也
许是出于作家的敏锐， 他在获奖后就表达了
莫言热不如文学热的态度。然而，面对非常想
通过“透支”他的声誉和价值为自己谋利的人
与机构， 不知莫言能够“无语” 到何时？

■据《人民日报》

这几天， 美国总统奥巴马正与竞争对手罗姆尼展开总统大选辩论。这
位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一度以其励志的人生经历，俘获了不少选民的
信赖与支持，草根气质浓郁加上一直秉持的亲民色彩，让底层人士的支持
率一直保持不变。据悉，这位总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社工。在社工组织发展
完善的西方国家，其实不少年轻人与奥巴马有着相同的工作经历，从学校
出来后，选择社工工作，在一定时间的社会实践中弥补和增长社会知识，在
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积累着日后的从业经验和道义资本。

在国内，社工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个略显陌生的名词，人们往往容
易将其与街头挽着红袖章的老头老太混淆，认为其就是围着社区转，管
管停车、攀折花草的人。虽说社工所做的工作大多也是屑小事物，但其
所承载的社会服务功能，所体现的社会价值，却远非“鸡毛蒜皮”所能衡
量。社工的核心理念是“助人自助”，即不是通过自己的力量去直接帮助
别人，而是开启被助对象自己救助自己的力量。这种“授人以渔”的救助
模式，既可以扭转被救助者传统的“等、靠、要”思维，也可以节省大量社
会成本。因此，作为维系社会运转的重要力量之一，社工对社会的作用
不可忽视。这一点，从国外社工这一专业的职业化体现及社会地位、薪
酬待遇可以看出来。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从事社工的人，都为自己投身这一工作而产
生的积极人生意义欣慰喜悦。他们给自己的封号是“拿工资的雷锋”。但
我国社工组织的缓慢发展与尚欠完善，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对比下，有着
显而易见的尴尬和艰难现状。社工工作的陌生性、社工机构的不发达、
社工人才的流失严重等，都让本来刚刚起步的中国社工事业后继乏力。
目前我国仅有600余家民办社工机构，距离中国社区服务的要求有着极
大的差距。由于在经济改制及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为数众多的“单位人”
变成了“社会人”，不少社会性问题和矛盾相应沉淀到了社区这个基层。
祸患常积于忽微，社区中的矛盾多发，实际上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在发展
过程中普遍会面临的信任危机及必须进行的理念调整， 若无有效的中
介在政府与社会之间进行沟通、润滑，矛盾积累的递增会有增无减。社
工组织的出现，就是一个“社会微调器”，在不消耗过多政府能量的前提
下，它通过社工个体与社区居民的定向联系进行有效沟通，同时因为摒
弃了“文件传达式”的面孔，减少了居民向上了解政府信息的各种成本，
在效率与效果上，都比以往的政府—民众沟通模式有所提升。

宏观性的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的实现，往往需要具体到每一个“社
会人”都能得到相应的权利获取和利益实现，在一个政府与社会的互动
性并不太强的环境中，政府即使想做“千手观音”，也会囿于人力、时间、
效率的原因而无法如愿。这时，对社会需要帮助的个体施以救助的社会
自治组织就显得尤为重要。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近些年来我国对社工组
织的建设给予了支持，也益发重视社工在弥补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劣各异，沿海一些省份从香港、新加坡等地积极引进
社工组织模式， 以外包型服务的形式将部分政府服务职能让渡给民营
社工机构，极大缓解了政府在社会服务工作中的压力，也培养了一批专
业的社工人才。但相对而言，内地的社工发展却较为缓慢，由于待遇、压
力等原因，导致一些愿意投身社工事业的人员面临重重困难，由开始的
热情高涨变为后来的黯然离开。

与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民办社工服务机构在社会服务机构中
所占比例相较，我国的社工工作无疑还有着巨大的不足，这也注定了目
前为数不多的社工人员将孤独行路。庞大的基层社区中纷繁复杂的各种
社会问题，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工作压力，都让这些“拿工资的雷锋”虽有
助人之志，却难免疲于应付。令人期待的是，去年由中组部、民政部等部
门联合发布了一个十年中长期规划：到２０２０年，培育发展８万家民办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中国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３００万人，并逐步建立５０个国
家级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孵化基地。

社工无疑是个朝阳产业，这个产业与经济的关联目前甚微，但对整
个社会建设中的关系协调、问题预防、公正促进等却有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在现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领域，他们终将成为最主要的力量。在
社区组织日益发达的当下，加紧社工机构的建设与发展已经是一个迫切
的社会课题。

（从本期开始，《都市周末》将推出系列特别报道《创新管理 自助助
人》见02-04版）

对任何街头暴力都应无条件反对

如果每次出现街头暴力事件后，舆论都
坚决站在法制和理性的一边，这种大的舆论
力量就会逐渐向今后的纠纷现场渗透，从而
压制一些参与者的暴力冲动。反之，如果舆
论向暴力者表达同情甚至声援，同样的甚至
更严重的局面就会不断上演。

中国社会有大量问题，全社会对解决它
们的愿望都很急切。暴力掺进来，只会添乱，
使解决问题的过程有时比问题本身变得更
严重。 中国的注意力会因此被拆得七零八
落，对解决任何问题我们都将无从下手。

法律的权威一定要维护，舆论决不能支
持少数人用违法暴力来追求所谓的法律公
平。一些人在每次出了针对警方的街头暴力
后就会立刻要求官方反思，宣扬这是“官逼
民反”，这样做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实际效
果都是对戾气的纵容和鼓励。

街头暴力全世界都有， 从欧洲到美国，
不断有警车被掀翻点着，全世界主流舆论对
这种行为的态度都是谴责。中国舆论决不应
成为例外。

■据《环球时报》

以帮助别人为自己的工作
90后社工宁钻的一天

年轻人
别老想着躲到体制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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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挑战21天”计划启动
健康自己做主坚持就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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